
中美贸易冲突给“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三大挑战一

中美贸易冲突正在高强度协商之中，从目前的形势和一些初露端倪的协商成果来

看，中美贸易冲突可能会给“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三大挑战，需要中国周全应对。

第一，产业外移挑战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思路。中美贸易冲突加速了中国的产业外

移，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政策，可能会推动中国产业的过快外移，

这是否符合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存在争议。在此背景下，中国采取何种政策取向可能

面临激烈争论。

第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面临挑战，一带一路的南南合作定位也将随之面临

挑战。其一，中美贸易冲突和 WTO 改革中，发达国家所持有的所谓“反搭便车”压力。

其二，产业加速外移背景下，一带一路后起新兴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搭便车”

压力。此外，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也带来了时间压力。成本、收益平衡

逐渐转向，中国有必要思考可行的过渡方案，同时，中国还将面对一带一路的“南南

合作”定位可能发生变化。

第三，中国经常账户顺差面临调整压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外汇资金来源面临约束。

作为贸易冲突协商的结果之一，中美双边顺差可能面临较大调整压力。这将对中国整

体经常账户顺差、外汇储备积累造成重要影响，进而对中国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

的自有外汇资金来源形成进一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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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具体分析：

挑战一：产业外移挑战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思路。

事实上，中美贸易冲突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产业外移现象。但是，这和中美贸

易战之后的产业加速转移，两者有很大差异。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之前，产业外移的考

虑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出发点。例如，人民币汇率经历多年升值，劳动力成本持续

上升，资金成本和税收压力等方面。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国际生产的供应链面临更

大不确定性。例如，关键技术零部件的供应可能出现问题，关税大幅变化的意外情况

不可预测等等。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之后，产业外移的考虑不但考虑到确定性的成本差

异，而且还纳入了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合作所倡导的互联互通、产能合作，是否会加速中国的产

业外移？这是否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应该在这方面要有

稳妥的考虑、谨慎的布局。否则，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可能会自挖墙脚、加速产业外

移。反对观点则担忧，这种看似稳妥的做法反而可能束缚了中国的手脚，甚至可能会

陷中国于孤立，并为其他国家谋求更大影响留下空间。

应跳出一带一路的视角来理解这种压力。首先，中国应积极推进中美协商，尽量

降低境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其次，中国应锐意改革，降低国内生产成本、

加快产业升级转型。最后也要理性看待本国企业基于市场导向所进行的产业外移、海

外投资，这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生产网络在全球拓展影响力的必

经阶段，而且还是未来中国海外资产增值、保值的重要手段。因此，与其担忧、阻碍

一带一路合作中可能的产业转移加速，不如多考虑如何巩固、增强中国自身的产业优

势。

挑战二：发展中国家地位面临新挑战，一带一路的南南合作定位也将随之面临挑

战。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竞争力不断上升，这些给守住“发展中国家地位”

提供出了时间考验。2018 年，中国人均 GDP 接近 1 万美元。即使按 5%的增速计算，

十四五期末，中国人均 GDP 将达 1.25 万美元。世界 500 强企业当中，中国企业数量

从 2007 年的 30 家上升至 2018 年的 120 家，逼近美国的 126 家。不仅仅是总量指标，

越来越多的质量指标也显示，中国的守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当然，这恰恰也是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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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更是面临两个新的挑战。其一，

在 WTO 改革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所持有的所谓“反搭便车”压力。其二，产业加速外

移背景下，一带一路后起新兴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搭便车”压力。假如中国

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发生变化，中国还将面临一带一路的“南南合作”定位可能发生的

变化。

在守住“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但失去很多

朋友，而且很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也不见得单纯对中国有利。根据商务部

的官方口径，关税水平方面，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远远低于发展中成员的水平，甚至

接近发达成员的水平。在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的关税水平、知识产

权保护、公平竞争等政策将进一步向发达国家水平看齐。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加速

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后起发展中国家转移，例如越南、印度等国家。

可见，中国守住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经济收益越来越少、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成本

相对于收益不断上升，这就是中国维持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之名的经济成本。事实

上，“发展中国家”地位面临挑战的国家，不仅仅有中国，还有印度等国也在其列。

在中国守住发展中加家地位的同时，印度、越南等追赶型国家必将从中获得更多相对

收益。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从发展中国家地位当中获得的经济成本与政治收益。

作为现实的选择，中国可以提出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过度安排、以及各方都能够接

受的新国际规则体系。东艳等（2018）提出了两种可供探讨的选择：

方案一，根据一事一议原则，处理好中国是否应该享有 WTO“发展中国家特殊及

差别待遇”问题。中国可以按照一事一议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条款内容有所取

舍，在不同的具体协定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在中国发展比较完善的领域，则可以承担

更多的责任，但在其他领域要求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直至中国完全从发展中国

家的地位毕业。

方案二，对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定位，和中国是否应该享有 WTO“发

展中国家特殊及差别待遇”两个问题，在技术上进行切割。具体地，可在 WTO 的“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类之间，添加一类新的国家组，比如“新兴经济体国家”。

这类处理方式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组织的分类方法。这不但适应了发达国家对印度、巴

西等经济体的整体调整要求，同时可以巩固金砖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内部合作，增加

中国的谈判能力和空间。此外，还可以缓解中国面临的产业外移问题和一带一路合作

面临的两难处境，并且对于一带一路的南南合作属性不会产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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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三：中国整体经常账户顺差面临调整压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来源面临约

束。

过去的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来源相对充裕，是因为中国有持续的国际收支盈余、外

汇储备增加。未来，中美双边贸易顺差将面临较大调整压力。作为一个结果，中国整

体国际收支顺差面临减少甚至逆差的可能，外汇储备的积累将受到影响，一带一路建

设过程中的自有外汇资金来源将面临更紧约束。

根据官方数据：2018 年，中国整体贸易顺差 3518 亿美元，其中对美顺差 3233

亿美元，对美顺差占到了整体的 82%。虽然 2018 年情况较为特殊，对美顺差占高于一

般年份。但是在往常年份中，对美贸易顺差占比也在 50%左右波动。

如果中美贸易顺差有较大的向下调整压力，则中国整体贸易顺差也将面临较大的

变化。由于中国服务贸易项下已连续多年出现较大逆差，中国的经常账户总体也面临

更大调整压力。2015 年以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已经从 3000 亿美元左右，下降到 2018

年的 500 亿美元左右。同时，外汇储备的积累也停滞了多年。可以预见，如果经常账

户的顺差进一步减少，甚至转向逆差，则一带一路合作的外汇资金来源将面临更紧的

约束。

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扩大资金来源。

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资金运用的分阶段时间顺序，

和思考战略布局的逻辑顺序，两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从不同的资金来源渠道看，对

外援助应该先行落地，解决东道国的医疗、教育、粮食等问题；然后是开发性金融助

推，修建水、电、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最后是商业金融和生产企业跟随而至，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这是资金运用和项目落地的时间顺序。但是思考战略布局的逻辑顺

序，需要反过来思考，东道国适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目标？然

后再考虑需要什么样的专用、配套基础设施？最后再考虑对外援助当中，都有哪些特

殊考虑，比如是否需要提供特定的职业教育、技术指导等等。

经济活动的时间顺序，战略布局的逻辑顺序，两者完全相反。如何将两者进行有

效统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参照世界银行和一些国家的做法，中国应制定《国别战

略计划》(刘悦等，2019)。这一计划需要对接各东道国和第三方，明确各国的未来发

展目标和导向，然后在此框架下探讨、研究可行的项目。《国别战略计划》的正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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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既是整体布局逻辑顺序的梳理，也是中国和各国进行双边对接、达成共识的基础。

以此为指导，协调好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的矛盾，有望改善资金的使用效率。

如何扩大资金来源？可以使用人民币，但是使用人民币也并非没有成本（徐奇渊

等，2017），关键是需要借助市场化机制的力量，通过金融市场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

融资。中国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就是一个选项。万泰雷(2015)指出，债券市场可以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直接融资支持，也可以通过国际开发机构等提供间接融资支持。

债券市场的融资具有可持续性强、公开透明、融资成本较低、金融风险分散等特殊优

势，还可以吸引美国、英国、日本等外国投资者的合作参与，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建设

也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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